
记得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金庸先

生的《侠客行》。也许是父亲从外面带

回来的，也许是其他人放在我家的。

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只剩半条命

了——书封早没有了，10页之前也没

有了，但是10页之后还有很多页。

20世纪90年代，金庸的小说非常

火，改拍的电视剧一直霸占着荧屏，但

是我们家日子过得太紧，没有钱买电视

机。所以，我一直就想读一读金庸的小

说。当我翻开大半部《侠客行》，就被里

面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全身心地投入其

中，连母亲叫我吃饭都没有听见。就在

我正看到高潮部分的时候，书页没有

了，被撕掉了，这让我非常遗憾。当时，

父母并不支持我看课外书。所以，我只

能自己想办法。

从此以后，我喜欢上了收藏旧书。

亲朋好友们，凡是有旧书的，或者购买，

或者用东西换，都被我收集到手。这些

旧书都是零散的、破旧的，他们也不太

在意，都愿意跟我交换，我却欣喜不已，

因为书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我把

它们收集过来，做了简单消毒处理之

后，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读完后便收

藏起来。

再后来，旧书摊成了我常去的地

方。旧书摊浩渺如海，藏着很多难得的

宝贝。有一次看到一套五成新的《水浒

传》上下册，连价格都没有谈就马上付

了钱，迫不及待地拿回家阅读。我足足

读了三天三夜，双眼通红地把厚厚两本

《水浒传》读完了。书中的故事深深地

吸引着我，让我向往更多的好书籍。

废品站是我收集旧书的另外一个

好地方。一些破旧的或者不成套的书

都可能在这里出现，我只要用比废纸高

一点的价格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书

籍。我在这里不但能够收集到课外书，

甚至连高年级的教材都能收集到。

收藏旧书，一是能省钱，二是旧书

经过岁月的沉淀，见证了历史变迁，具

备了收藏价值。经过多年努力，我已经

收集了满满一箱子书籍。一些是残缺

本，一些还是完整的，比如《薛仁贵征

西》《薛刚反唐》，都收集齐了。

这些旧书让我在生活贫穷的岁月

里精神变得丰富精彩。每次回到家，我

都会把旧书拿出来，进行防虫防潮处

理，好让它们能够保持得更久远。这些

旧书记录了我那段快乐的岁月，值得我

永久珍藏。

难忘旧书收藏
■于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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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刘白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
实践中，写出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色彩、
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优秀作
品。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新华社军事
特派记者，亲身经历了东北和华北战场，
采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1949年北平和
平解放，他的通讯生动地描述了人民解放
军接防、入城式和西苑阅兵等重大历史事
件，既有全景式的叙述，又有细节描写，读
之有身临其境之感，令人热血沸腾，心潮
澎湃。这些作品后来被收录进“老兵大家
丛书”《风霜集》（解放军出版社）。

通讯《解放军来了——记解放军入
城的第一天》记录了解放军入城接防严
明的军纪和人民群众热情欢迎的场景。
平津战役打响不久，中央军委开始考虑
北平的接管问题，制定了接管城市的政
策与纪律。平津前线司令部经过严格挑
选，决定由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军纪严明
的 41军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41军党
委决定由军政委莫文骅率领第 121师率
先入城接防。1月 31日 12时半，莫文骅
率领 121 师官兵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
解放军队伍整齐、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
行进在北平的市区里，受到北平人民的
热烈欢迎。工人、学生高举五颜六色的
小旗，高呼着欢迎口号，一路上与解放军
战士肩并肩通过新街口、西四牌楼、午
门、王府井大街、铁狮子胡同。市民们也
都站在大街两旁欢迎，有的市民还在自
己的身上写着“解放了”的字样。

当装饰着毛泽东主席画像的宣传车
通过时，人们兴奋地将帽子抛向空中，跳
跃着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
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刘白羽写道：
“当解放军前头接防部队走向朝阳门的
时候，一个老太太突然扑向一个战士，握
着他的手说：‘你们可来了’……青年们
团团地围着自己的部队，市民们又团团
围着青年，不少的父亲望着儿子笑，姐姐
拉着弟弟笑，一直笑到万家灯火，人们还
在笑，还在笑。”当天下午 5时，电讯局的
工人和北平 10多所大学的学生 4000余
人，在中南海天坛寺为解放军战士举行
了盛大的欢迎会。每个单位都推选代表
向解放军致敬。刘白羽写道：“和铁狮子
胡同的狂欢同时，天坛寺里也热闹成一
团，北京大学唱庆祝胜利歌，东北大学扭
秧歌舞，华北学院表演农作舞，忽然，人
丛中出现了驰名全国的舞蹈家戴爱莲，
她到北平来还没有公开表演过。今天，
她走到战士的面前来，快活地在一片掌
声中跳了个‘青春舞’。是的，从 1949年
1月 31日下午 1点钟——这个可纪念的
时刻，北平开始了她灿烂的青春。”

通讯《沸腾了的北平——记人民解放
军的北平入城式》描写了人们解放军入城
盛况。解放军接管北平后，立刻开始筹备
入城式，他们通过看地图和实地勘察，确
定入城式游行路线，要求把我军崭新的军
容军貌和最好的武器装备展示在世人面
前。由于参加入城游行的车炮都是刚从
前线上撤下来的，满身征尘，战士们把大
炮、坦克、装甲车、汽车清洗得干干净净，
打扮得焕然一新。战士们还将自己的军
装缝补整齐，搞好个人卫生，保持良好的
精神状态。2月 3日上午 10时，4颗信号

弹腾空而起，入城仪式正式开始。入城式
行军路线是：正阳门大街、东交民巷、崇文
门大街、东四牌楼、鼓楼、地安门大街、西
四牌楼、西长安大街、和平门、骡马市大
街，最后由广安门出城。

当入城式部队经过东交民巷使馆区
时，官兵个个昂首挺胸，威武雄壮。这是
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特别
安排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在旧中国是帝
国主义的天地，是在中国国土上的“国中
之国”，中国军警不得进入。现在北平回
到了人民手中，中国人民任人宰割欺凌
的时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刘白羽写
道：“这时，欢迎的人们已经站立了整整
一天，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依恋地
舍不得这些英雄，他们与行进的队伍汇
合起来，高唱‘我永远跟着你前进’，昂首
通过一向为帝国主义禁地的东交民巷。”

通讯《伟大的人民力量的检阅》全景
式记录了毛泽东主席西苑机场阅兵仪
式。3月 25日下午 4时，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
领导抵达北平。下午 5时，毛泽东主席
和朱德总司令等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
解放军部队。受阅部队就是第四野战军
第 41军的“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
团”“白台山英雄团”等部队和 41军连以
上干部及一些英雄功臣模范代表。刘白
羽写道：“在愉快的欢迎之后，一个装甲
兵团的指挥员举起手中的红旗，东面有
一颗银白色照明弹灿然然直升高空，而
在西面苍郁的群岭方向，立即响应了五
百发照明弹，有如万千璎珞高挂空中，熠
熠不停，这是信号，宣布了伟大的人民武
装部队检阅开始了。在这里，受检阅的
包括野战步兵、警卫部队、坦克、榴弹炮、

山野跑、高射炮和摩托化部队。”
毛泽东主席身穿棉大衣，头戴解放

帽，站立在那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上，在
一行行、一列列威武的人民解放军队列
中缓缓穿行而过。毛泽东主席一手扶着
车栏杆，一手挥动着，向受阅部队还礼。
刘白羽写道：“这时，天空照明弹已如万
花灿烂，一排一排，布满空中，漫山遍野
滚动的欢呼声，已升至最高潮。检阅，到
达了经历无数激战、从艰难岁月走进胜
利的英雄步兵面前。战斗英雄们闪耀着
胸前的奖章，用严肃而愉快的目光迎着
毛主席。在检阅前进时，毛主席曾偶然
注视天空中的照明弹，但他更亲切地注
视着从炮兵到步兵的每一个战士。我们
无敌的战士们多少日日夜夜，在火线上
前仆后继的时候，心中都是响着毛主席
伟大号召而前进的。今天，毛主席注视
着他们，不断对检阅指挥官刘亚楼将军
发出称赞的语句……”热情欢呼着的群
众簇拥着自己的领袖登车，才在暮色苍
茫中返回北平城。

刘白羽是一位对人民寄托着无限深
情的著名作家，是一位战斗的文艺工作
者。他的这些作品都是亲身经历，既有历
史的厚重，又有文学的激情，充满着昂扬
向上的精神力量。正如宋平同志在“纪念
刘白羽从事文学创作 60周年暨《刘白羽
文集》首发式”上讲的那样：“刘白羽在火
热的战斗中，以满腔热忱和生花妙笔，写
人民的勤劳勇敢，写人民求解放的伟大斗
争，写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刘白羽的作
品充满了对党的忠诚，对祖国、对人民的
热爱，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的气概，给读者很强的感染力，对年轻
一代是爱国主义的好教材。”

北平1949年的春天
■郑学富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近日，老朋友文家成寄来他的新书
《〈孙子〉与诗的交响》，看后感慨颇多。

我与家成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至今联系不断。这不仅仅是因为我
们有过工作上的密切关系，还因为我们
有着共同的爱好：喜欢《孙子兵法》。而
且在研究《孙子兵法》方面，我们还有过
几次愉快的合作。1991 年，海湾战争
结束不久，我们合著《海湾战争心战谋
略》，那时他就崭露出研究《孙子兵法》
的才华。1994 年秋，他从原成都军区
机关转业到四川大学，从事军事理论教
学。寻得一隅宁静，保持几分淡泊，他
澄怀观道，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孙子
兵法》，悉心讲授《孙子兵法》。

那年，我们合著《中国军事艺术·攻
心篇》、1997 年合著《不战而屈人之
兵》、2003 年合著《全方位的心理战》。
在这些合作中，我深感他研究《孙子兵
法》的视野在不断扩大，悟性在不断提
高，见解在不断出新。除此之外，他还
有一些军事论著和文学作品问世。
2012年秋，他曾对我说，退休后要把他
关于《孙子兵法》的讲义整理出来，编成
一本书，书名就叫《〈孙子〉与诗的交
响》。他“锲而不舍”终于“积健为雄”。
现在，他果真如愿以偿了。

读这部新著，越读越觉得它厚重。
掩卷之后，脑海里清晰地凸显两个大
字：新、妙。

说它新，是因为它具有承古开今之
风格。自《孙子兵法》问世以来，研究它
者多之又多，论著不计其数。不过，几
乎都是“我注《孙子》”。即照录《孙子兵
法》原文，再加以注释、译文或古今例证
而已。这部《〈孙子〉与诗的交响》在继
承“我注《孙子》”的某些传统做法基础
上，另辟“《孙子》注我”之蹊径，正如本
书副标题所言：“一部用诗吟咏的《孙子
兵法》，一部用《孙子兵法》注释的诗。”
即用中国古体诗叙述孙子的生平事迹；
分别吟咏《孙子兵法》十三篇（计 1460
行），又用《孙子兵法》原文注释其诗
句。这种“兵法即诗，诗即兵法”的别出
心裁，使兵法与诗大尺度地相互辉映，
刚柔融汇，和谐交响，在《孙子兵法》研
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实可谓新也。

说它妙，是因为它富有浓浓的中国
古体诗韵味。家成爱好文学，曾发表
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出版诗集《泄密的秋风》，是四川省作家
协会会员。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文
学造诣是他军事学术研究的突出优
势。本书中《兵圣孙武》堪称长篇叙事
诗，由“将门虎子”“奔吴展志”“将星脱
颖”“破楚入郢”“隐世留芳”五部分、320
多行古体诗组成。这些诗应感而生、质
朴自然、思若风发、言如泉流，或洞察幽
微、着笔细处，或概括众类、落墨恢宏，
且形象生动、凝练押韵，多层面刻画了
一个呼之欲出的“兵圣”孙武形象。同
时展现出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时代画
卷和一群鲜活的历史名人。

书中对《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吟咏更
是匠心独具。诗行最少的一篇是《咏〈九
变〉》，52行，最多的一篇是《咏〈九地〉》，
172行。托尔斯泰说：“愈是诗的，愈是创
造的。”斯言极是。而且，这种创造是各
有其特点的。本书对《孙子兵法》十三篇
的吟咏至少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诗篇
结构按照《孙子兵法》原篇内容结构铺
设，逻辑井然，通顺畅达。二是大量兵法
原文进入诗句，变形（将文言文变成诗

句）而不伤神，炼辞而不伤意（不伤孙子
兵法原意）。三是吟咏之中夹叙夹议。
叙，循孙子兵法之原意；议，陈笔者研究
之感悟。读诗即读孙子兵法，亦读笔者
之独到灼见。四是风骨、文采俱佳。每
篇孙子兵法之吟咏，“骨骼”硬朗，兵味十
足，捶字严谨而不干涩，押韵协调而不黏
滞。实可谓妙也。

对于初学《孙子兵法》的人来说，读
读本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对
《孙子兵法》十三篇有逐句逐篇的注释、
译文和中国古代 10位著名兵家的不同
见解，撷英荟萃，且通俗易懂。再则，书
中那篇《我读〈孙子兵法〉》，从“知其背
景”“读懂文义”“归纳理论”“会通思想”
“品味文采”五个方面，真情吐露了作者
学习、研究《孙子兵法》的方法和感悟，
参考价值颇多颇大。对于研究《孙子兵
法》的行家来说，读读本书或许会收到
开眼界、启新悟、怡性情之妙效。
《荀子·劝学》篇中说：“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
也。”这是劝告我们，站得高才能看得
远，喻指“学不可以已”，亦指实践出真
知。近几年来，我与家成一旦谈及《孙
子兵法》，他总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对
《孙子兵法》若不静下心来作认真研读，
就难以知道它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就难
以知道它的研究空间是多么的广阔，就
难以知道它与我们现实社会的联系是
多么的密切。”我明白，家成坚持“学不
可以已”的信条，在继续学习、研究《孙
子兵法》，而且在探索新的学习方法，提
高新的研究质量。我相信，他在《孙子
兵法》研究园地勤奋耕耘，一定会为我
们捧出更新、更妙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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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代表着活泼、朝气，是一个人
一生中最美丽的风景，也是一个时代最
醒目的标记，更是推动一个民族兴旺发
展达的蓬勃动力。关于青春的憧憬和想
象，总是令人时常梦想着诗和远方。当
青春与博大恢宏的“中国梦”关联在一起
时，便平添了一份青春的生机与活力。
阅读 90后上尉军官王迪的长篇小说《青
春正步一二一》（北京出版社），那动人的
旋律，跃动的音符，昂扬的士气，唤起了
我青春的回忆。

记得一位好友曾感慨地说，人生
如戏无往返，每天都要认真演。小说
中的人物，叶雨霏和她的同学，如赵
玥、杨青青、许戈多、刘沙等首批 90 后
高考佼佼者们，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自
愿或被动地选择了提前批录取的军
校，也就注定选择了与同时代同学不
太一样的成长经历与环境，在怀抱光
荣、自豪、团结、奋进、荣誉和责任的同
时，注定要接纳不同于地方高校同学
的艰苦、紧张、繁忙、单调和纪律，扮演

人生舞台上的另外一种角色。
小说中的这些青年学员们，以军校

生活为舞台，以教室、训练场和抗震救灾
为背景，以情感起伏为线索，以经历的人
与事为情节，以精彩与成功为高潮，演绎
成一台你无法拒绝的精彩戏剧。他们在
人生舞台上是命运的强者，让自己的角
色无可替代。他们对社会和军校生活有
过新奇，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有过失
望，更有过互相帮助的战友情谊。当然，
也有过心高气傲的互不服气，有过青春
萌动的儿女情长。在学校和老师的教育
培养下，他们不断战胜自我，以昂扬的精
神风貌、进取的人生态度，任激情岁月在
青春飞扬的校园里绽放。

这些青年才俊们一身戎装，一身正
气，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
信念，用青春作桨、以梦想为帆，勇敢地担
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在学习训练中
争先恐后，在抗震救灾中冲锋陷阵，在毕
业分配时心甘情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去，由一个个懵懂迷茫的青年学生
真正成长为具有忠诚守纪、尽责担当、勇
于献身、无私奉献等良好素质的男子汉或
花木兰。他们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那种
激扬青春的风采，那种追求高尚的执着，
让青春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小说《青春正步一二一》的作者用女
孩特有的精致笔触，细致入微地记录和
描绘了 90后男女青年从社会步入军校
后锻炼成长的点点滴滴，塑造了一个有
温度、有热情、有理想、有抱负、有情义、
有责任，亲切感人、栩栩如生、铁骨铮铮
的当代军校大学生群像，具有时代美、人
情美、境界美等丰富内涵，给人以无尽的
遐想、阳刚的美感和向上的动力。

作为心态阳光、朝气蓬勃的 90后女
孩，作者王迪眼中、心中、笔下的军校记
忆，如一首婉约的诗篇，吟出了青春的无
比美好；如一首嘹亮的军歌，唱出了青春
的动人旋律；如一幅印象派的油画，绘出
了青春的独特魅力。小说题目《青春正
步一二一》也是耐人寻味的。“青春”——
既是郁郁葱葱的年代，又是崇高品质和
精神的代称；“正步”——既是军人独特
的行进步伐，又是正确人生方向和路径
的暗喻；“一二一”——既是军队行进时
的最常见口令，也是团结和谐、看齐对
标、昂扬向上的进军鼓点。

看看世界复杂多变的环境，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正是因为叶雨霏和她的战
友们，用青春热血，不负韶华，替你我负
重前行，戍守边关。只因穿上了绿军装，
从此便多了一分保家卫国的责任和家国

天下的情怀，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我
们守卫着安宁的环境。让我们捧起这本
书，去感受、体验这些穿着军装的 90后
大学生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生离死
别、苦辣酸甜吧！看看他们是如何用一
样的青春年华、别样的青春步履走出军
人的潇洒人生的。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
自己年轻时的矫健身影，唤起青春浪漫
美好的回忆。

小说《青春正步一二一》以近乎纪实
的笔法，描绘了叶雨霏等 90后军校学员
群体学习成长的青春轨迹。岁月蹉跎，
90后已成长为社会上、职场里、军营里
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以爱国报国、奋
发有为的实际行动，显示出前辈们希望
看到的理想抱负、积极向上、勇于担当、
做事稳重、不断进取、遵规守纪、创新务
实，还往往表现出刚毅独特、永不服输的
性格，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成了不可或缺
的角色，成了一群锋芒与青春毕露的新
秀。“请党和祖国人民放心，90后必将成
为社会的新一代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
上讲，小说《青春正步一二一》是一本了
解、认识、接纳 90后有理想追求青年官
兵的桥梁纽带和平台之书。

诚然，作为青年作者的处女作，小说
在刻画人物、塑造性格、语言风格等方面
不免略显稚嫩与青涩。但是瑕不掩瑜，
些许的不足掩盖不住逼人的青春光芒和
事业追求。不甘平庸、锐意进取，是青春
的通行证；消极懈怠、安逸享乐，只会辜
负美好韶华。以王迪对文学艺术的执着
追求和深邃思索，以她的责任感、使命
感，以她不服输、不懈怠的精气神，我相
信，她不是那“才露尖尖角”的一支清香
小荷，而是山涧竹林中直刺向苍穹的挺
拔幼笋，必将扎根破岩，生机盎然。

青春幸遇“中国梦”
——读长篇小说《青春正步一二一》有感

■安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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